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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如今我国已经全面进入工业化时代，各个工业化企业逐渐向

智能化、现代化方向发展，而高职教育作为培养技术型人才重
要院所之一，相关教师在进行日常教学时应该对学生创新能力引
起重视，提高学生创新设计能力，最近几年我国信息技术发展
较为迅猛，企业进行日常生产时逐渐突破原有生产模式，大多
数企业都逐渐形成互联网＋思维模式，因此高职院校教师进行日
常教学时应该对传统教学模式进行优化创新，根据实际课程安排
学生进行设计实践活动，提高学生创新设计能力，让其能够符
合时代发展成为时代所需人才，教育主管部门也应该根据学生不
同层次进行现代化教育，定期举办相应比赛，提高工科学生创新
能力，将其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科学合理的引导学生培养创新
意识，让其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1  高职院校工科学生创新设计实践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
由于高职院校招生对象与普通本科院校相比较为特殊，其基

础理论知识较为薄弱并且所招生的对象较为广泛，其数量较多，
领导人员为了能够节约教学成本会将不同类型院校学生进行混编，
由于学生实际情况都有所不同，如基础理论知识、学习兴趣、创
新思维等，将学生进行混编教师无法根据学生特色制定相应教学
体系，导致学生创新设计能力较为薄弱，尤其是工科类学生，工
科类学生对于理科知识基础理论知识要求较高，大多数高职院校
学生在进行高中教学时其理科知识理论较差，就会导致学生无法
将工科类知识进行全面消化，影响学生后期设计创新能力。

2  解决其问题的有效措施
2.1突破传统教学方式
高职院校与普通院校相比具有较大不同，高职院校主要是以

专业为基础来对学生进行培养，让学生成为技术型人才，尤其是
工科类学生，工科类学生专业基础要求较高，因此大多数工科类
教师在进行日常教学时主要对学生专业基础进行培养，其目的是
为了能够提高学生技术水平，让学生能够更好地适应时代的发展，
但是随着我国信息技术发展，我国工科类产业生产思维模式发生
了巨大改变，加上其课程过于单一，如果教师仍旧采用传统教学
模式，会导致学生无法全面成长，影响学生后期就业情况，对学
生成长会产生严重阻碍作用，因此教师应该对传统教学模式进行
突破，根据学生实际情况对其专业课程进行合理规划，以专业课
程为基础，将学生思维模式进行转换，提高学生创新能力，形成
专业教学体系，教师也可以根据学生不同能力将其分为不同小组
进行小组教学，需要注意的是，教师在进行小组教学时必须以专
业技能为基础对其进行创新教育辅导，在教学过程中将技能创新
课程融入其中，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转化工科类学生思维，从而
全面提高工科学生创造能力，让其能够将知识、技能、创新进行
协调，突破其学生思维局限性。

2.2开展第二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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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从我国2002年全面推行素质教育以来就要求各类院校在进行学生日常教育时要对学生进行素质培养，以培养学生
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为教学目标来进行日常教学，高职院校作为培养高质量新型人才重要基地之一，教职人员进行日常教学时必须
顺应时代发展，对学生进行个性化培养，提高学生创新设计能力，这对于教职员工而言是一项巨大挑战，如何对学生进行个性化培
养，提高学生创新能力，是每一位教职员工都应该思考问题。基于此，本文就以高职院校工科学生为例，对其创新设计实践课程进
行深入分析，针对其困境制定相应解决措施，其目的是为了提高我国高职院校工科学生整体创新能力，提高高职院校教师教学水平
与质量，让高职院校学生能够成为时代所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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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堂作为教师日常教学课程完成以后辅助教学手段之一，
其目的是为了能够激发学生学习乐趣，将其主动性充分调动起来，
因此教师需要对学生进行积极引导，让学生能够更加有激情地参
与到第二课堂内容中，组织学生进行相应学习教育活动，教课堂
作为新课改下产物，逐渐引起教师的关注并将其广泛应用到日常
教学过程中，因此高职院校工科类教师应该科学合理利用第二课
堂教学方式，根据实际教学内容开展学习活动，让学生能够在学
习活动过程中提高自身创新能力，将学生潜能充分激发出来，让
其能够更好的进行全面成长。教师应该将第二课堂学习活动纳入
日常教学计划管理过程中对学生进行积极引导，让学生能够有激
情、有热情地参与到相应产品研发与开发过程中，提高学生创新
设计能力。

2.3近期举办科技活动
高职院校工科类教师将进行日常教学时主要是以学生专业技

能为目标来进行相应培养，当学生刚刚进行工科类知识学习时主
要是对学生进行理论知识培养，学生进入高年级以后才会逐渐开
始接触相应产品设计与研究工作，这对于学生设计能创新能力培
养而言会有一定阻碍作用，会导致学生无法将理论知识进行转换，
降低学的实践能力，如今我国已经全面进入经济知识经济时代，
传统教学观念已经无法顺应时代要求，因此教师必须对其教学观
念进行创新，培养学生设计创新能力，让学生拥有创新思维及精
神。教师可以在进行日常教学时将其科技活动融入进各不同教学
环节中开展实践课程。

3  结束语
总而言之，高职院校作为培养技术型人才重要院校之一，

相关教职人员在进行日常教学时需要对学生创新能力进行着重培
养，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将其与理论知识进行融合，让学生能够
将理论知识体系进行转化，全面提高自身综合素养，为今后学生
活奠定良好基础。在我国新课改背景下，我国大部分高职院校逐
渐开始推广第二课堂教学，以第二课堂为基础对其实践中心及实
验室进行研发，其目的是为了能够起让高职院校工科学生拥有较
为良好设计实践课程环境，让学生创新设计能力能够得到有效提
升，实现内在需求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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